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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 据 牙槽晴 和根 尖 周 牙槽 骨骨状
况进 行 牙槽 骨分 类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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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治疗前能对牙槽晴顶和根尖周 的牙槽骨情况及其厚度有
一
定 了解 ，那么对于满足美观和功能的风险

评估将会 有所 帮助 尤其是在上下前牙区发育异常及想要达到前牙保护胎 时。本文介绍了
一
种牙槽骨 (表型

phenotyPe)的新分类法 ，该分类方法将牙槽峭顶和根尖周区牙槽骨分开考虑 并依据每个 区域 的唇颊侧牙槽

骨厚度进行分类 ，从而有助于跨学科治疗的风险评估。牙槽峭顶 区被定义 为从釉 牙骨质界 向根尖 方向 4mm

范围内的牙槽 骨区 根尖周 区牙槽骨范围取决于每个牙的牙根长度 它从釉牙骨质界根尖方向 4mm处 (牙

槽晴顶 区止点 )延伸至根尖 区为止 。每个 区域 的牙槽骨 (牙槽晴顶区和根尖周区)都可 以归为厚型或薄型 。

唇颊侧 骨质厚度 ) lmm称为厚型 ，而厚度 < lmm则称为薄型

引言

合 理 的 治 疗 计 划 是 取 得 成 功 疗 效 的 基 础 ， 尤

其 是 对 于 那 些 骨 骼 发 育 成 熟 而 又 需 要 正 畸 治 疗 的 患

者 ， 他 们 经 常 需 要 跨 学 科 治 疗 (interdisciplinary

dentofacial therapy，IDT)。就 此 而 论 ，对 于 牙 周

组 织 的 术 前 评 价 往 往 多 通 过 临 床 检 查 和 普 通 的 二 维

影 像 来 实 施 。 在 IDT 病 例 中 ，尤 其 是 那 些 牙 列 不 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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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牙列缺损 的患者 ，将牙齿矫正为最优的前牙保护

拾或许对于牙根周 围牙槽骨量 不足的患者来说 并非

合适的选择 。

以往进行 牙周风险评估主要是依据 牙槽晴顶的

位置 、邻近牙眼组织的骨量进行评估 。这些分类尝

试将 牙槽峭顶解剖结构和牙齿形态相 关联 。诸如经

常使用
“
高或低的牙槽靖顶

”
或
“
平坦

”
或
“
扇 贝

状
”
或
“
显著扇 贝状

”
等描述性词语 。与牙齿形态

相关的解剖结构的描述可 以为修复计划提供参考 。

如通过使用牙周探针插人龋沟测量来确定牙跟宽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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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厚 厚 型牙槽 骨的硬组织 外科解侧}外观示意图 图 4 横断面 厚牙槽靖顶 (红箭头 )和厚根尖周区 (橙箭

头 )的关系

图 压 厚 牙供峭 顶 (蓝 箭头 ) 厚根尖 周 区 (黑箭头 )的外

不斗 石更全月织 关系

图 6 厚 薄型牙槽骨的临床软组织外观示竞图

图 7 厚 蒲型牙槽骨的硬组织 外科解刘外观示意图 图 吕 横断面厚牙槽峭顶 (红箭头 )薄根尖周区 (橙箭头 )

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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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厚牙槽峭顶 (蓝箭头 ) 薄根尖周区 (黑箭头 )的外

科 硬组织关系

图 10 薄
一
厚型 牙槽 骨 的临床软组 织 外 观 示意 图

图 川 薄
一
厚 型 牙槽 骨 的硬组织 外科 解剖外观 示意 图 图 褪 横断面 薄牙槽晴 项 (红箭头 ) 厚根尖周区 (橙箭头 )

的相互关系

图 艳 薄 牙槽峭顶 (蓝箭头 ) 厚根尖周 区 (黑箭头 )的外

科 /硬组织关系

图 树 薄
一
薄型牙槽骨的临床软组织外观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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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巧 薄 薄 型 牙槽 骨 的硬 组 织 _/外科 解剖 外观 示意 图 图 16 横断面 薄牙槽晴顶 (红箭头 ).薄根尖周区 (橙箭头 )

的相互关系

表 1 尸。。。ett方格展 示 牙槽晴 顶和根尖 周 牙槽 骨表型分类

及其 可能 的解剖组 合

厚
一
厚型

表型

厚 薄

牙槽晴 顶 x

根尖 周 区

薄
一
薄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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牙槽峭 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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厚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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厚 薄

图 行 薄牙槽晴顶 (蓝箭头 ) 薄根尖周区 (黑箭头 )的夕i

科 硬组织关系

牙槽靖顶 火

根尖周区

牙槽 晴 顶 区 一C曰 至根 万 4mm 根 尖 周 区 二牙槽峭 顶 区的根 万至根 尖

厚 型 骨 二唇颊 侧 骨板 厚 度 {mm 薄 型 骨 二唇 颊 侧 骨板 厚 度< 了mm

动 牙齿 ，1，刁时 使 医 源 性 组 织 炎 失最 小 化 。不 幸 的 是 ，

我 们 多通 过 对 牙槽 峭 顶 的 牙 眼 表 型 进 行 传 统 临 床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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牙槽骨 的信息可 以为 IDT团队提供重要 的资料 ，主

要是 因为这类治疗往 往会包含正畸治疗 。此 外 ，通

过 CBCT进行横 断面 、轴面 、矢状面和软组织 分析

比传统 影像方法 为风险评估提 供 了
一
个更有针对性

的视 角。本文推荐 的 牙槽骨表型 分区和分类 系统 可

以用来 由 CBCT分析获得的数据来促进 IDT病例治

疗计 划 的制定。该分类方法 尤其有助于 治疗 那些上

下领前部牙槽骨解剖 不协调和前牙保护抬 的患者 。

如果治疗 前对整 个牙根周 围的牙槽骨厚 度 ，尤

其是根尖周 区的骨 厚度有
一
定 了解 ，再结 合正畸治

疗 计划 ，就可 以很好地 满足患者和修复 医师对于美

观和功 能的需要 ，同时也有助于判断患者是否适 用

普 通 的治疗 ，或是 否需要改 良正 畸疗 法来预 防牙眼

和骨组 织损伤 。因为很多病 例 的 牙槽 晴顶 和 (或 )

根尖 周 处唇颊 侧 牙槽骨量 不足 (< lmm)，这 样 的

检查有助于 发现 风险 以及寻 求替代正 畸治疗 (例如

PAOO或 SFOT)。这 些 技 术 可 以增 加 牙槽 骨 量 来

扩大 牙齿移动 的范 围 ，并最 小化牙齿移动过程 中的

医源性 不 良后果 ，往往这样 的 牙齿移动需要超过 已

知的正畸界 限。因为牙槽骨厚度并 不均
一 ，变化 并

不连续 ，所 以本文所 介绍 的分类方法 可 以更精确地

评估 风险并提供 对于整个牙槽骨 解剖 更加精 确 的认

识 ，这样 ，以此 为基 础制定的治疗 方 案才能更好地

满 足 IDT 团 队和 患 者 的要 求 。Enlow 和 Moyers、

Hoyte 和 Enlow 已经 阐明 ，在生 长发育 中，骨 吸收

和骨 形成并存于面部骨骼 中，生 长 发育 后 ，肌 肉压

力持 续作用产生慢性 吸收效应 ，其 中最 主要 来 自于

口周肌群 。这些 牙槽骨 吸收效应特 别应该在计 划进

行唇颊 向牙齿 移动及 牙根扭转 的时候进 行评估 。它

们也 会被 口周肌群位置和力量 所影响 ，在很长时间

内出现 的这种连续压 力在
一 定程度 上造成 了根尖周

和牙槽晴顶 牙槽骨厚度的不均 匀。

至今 ，还缺少用于对 IDT病例进行风险评估 的

使用 CBCT影像 的表型分类系统 。Richmall指 出 ，

牙齿 的体积 及其在 牙槽骨 中的位置 与牙眼退缩 关系

密切 。他评估 了 25 位患者 的 72 颗 牙齿 ，通过 临床

检 查 、照 片 和 CBCT 发现 牙跟退 缩 都 > 3mm。他

声称 ，牙眼 退 缩 > 3mm 的 位置 ，牙齿 都 表 现 出十

分 显著 的唇颊 侧 外形线 ，并伴有骨开 裂 ，提 示 出现

牙齿 体 积 和 骨 量 的 不 协 调 。此 外 ，他 提 出 了 个

影 像 支 持 下 的 骨 指 数 (radiographic Supportmg

boneindeX，RSBI) 来改善对 丁牙槽 胃
·
支持 下的膜

眼复 合体 的评估 。但是 RSBI并未将 牙槽 峭顶 和根

尖周的牙槽骨 区分开 。

牙槽 峭顶 和根尖周骨 表 型 分类方 法可 以独特地

被用于需要正 畸治疗 的骨 发 育成熟 的 IDT患者 。它

提供 了
一
个平 台 ，来进 行 目的 明确 的治疗 相 关牙周

风险的分析及讨论 。此 外 ，该 分类 系统 还 可 以帮助

我们描绘 出传统正 畸牙齿 移动 的各 牙槽骨 区域 的极

限范 围 ，从而使医源性 不 良后果最 小化 。

本文介绍 的牙槽骨表型 分类 系统 的特 点 不 仅在

于将 牙槽峭顶和根尖周 牙槽骨 区分开 ，而且 还在于

将每个 区域 的任何层面 的唇颊侧 牙槽 骨 厚度分 门别

类 。它 可 以使 IDT 团队更好地进行术前 风险评价 ，

尤其是 当病例需要进行 正 畸治疗 的时候 。这 个分类

系统很简单 ，需要 CBCT分析 ，将每个 区域 的唇颊

侧 牙槽骨厚 度分类 ，而那些评价 的位置 往往是 牙齿

移动可能 的终点 。它 也可 以帮助我们扩展 IDT 的适

应证 ，以便 更好地 满足需 求较高 的人群 ，同时进
一

步 支持 团 队合作解决和 制定那些骨 发育成熟 的 工DT

病例需行 牙齿移动 的治疗方 案。

4 结 论

本文阐述 r
一
个新型的分类 方法 (系统 )，它 可

以将 牙槽峭顶和根 尖周 区牙槽骨 区分开 ，并按 照每

个 区域 的唇 颊侧 牙槽骨厚度进 行分类 。这 是
一
个结

合 了 CBCT 的 牙 槽 骨 表 型 分 类 的方 法 ，它 作 为诊

断过程 的
一
部 分帮助 临床医师更好地 进行 术前 风险

评估 ，尤其是需要进行 正 畸治疗 时 ，从 而减少正 畸

工DT病例 的 牙跟和 牙槽骨 并 发症 的 发生 ，最 终改善

骨 发育成熟患者的 IDT疗 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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